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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成都春熙坊内部的清代古典家具装饰特征与文化特征进行深入研究。方法 通过实地考察

成都锦江总府路春熙坊内部空间的座榻、椅柜、卧床、洗脸架、木雕佛像屏风等 40 余件清代遗存的古

典家具，基于设计学的角度，深入分析封建贵族阶级在古典家具色彩、造型、材料等方面所呈现出的与

众不同的装饰特征，并结合清代满族的历史知识分析古典贵族家具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提出成都地区清

代古典家具的传承途径。结论 根据春熙坊座榻、椅柜、卧床、洗脸架、木雕佛像屏风等贵族古典家具

展现的装饰色彩、装饰造型与装饰材料等特征，反映出在大一统背景下，贵族阶级为了巩固朝政，以满

族为主导逐渐将自身的萨满文化与儒家文化、佛教文化融为一体，最终让清代家具装饰与文化焕发出更加

耀眼的光芒。因此，如果要使清代古典家具传承下去，需要通过仿制传承、创新传承及教育传承等三种途

径，这对于传承成都地区的物质文化遗产，实现当代经济、艺术与文化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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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Decorative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lassical Furniture  

of the Qing Dynasty in Chengdu Chunxifang 

LI Rui-yi, GUO Jing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Kunming 650224,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make an in-depth study on the decorative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lassical furniture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Chengdu Chunxifang.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over forty pieces of classical furniture left 

in the Qing Dynasty, such as couch, chair cabinet, bed, washstand and wood carved Buddha screen in Chunxifang located 

on Zongfu Road, Jinjiang District, Chengdu, the distinctive deco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eudal aristocratic class in the 

color, modeling and materials of classical furniture were analyzed deep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 an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classical aristocratic furniture was explored combined with the historical knowledge of the Man nationality 

in the Qing Dynasty to put forward the inheritance ways for the classical furniture of the Qing Dynasty in Chengdu. Ac-

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corative colors, shapes and materials of aristocratic classical furniture such as couch, 

chair cabinet, bed, washstand, wood carved Buddha screen in Chunxifang, it is reflected tha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reat unific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aristocratic class gradually integrates its Shaman culture with Confucian culture 

and Buddhist cultur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Man nationality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 government, and finally makes 

the furniture decoration and culture of the Qing Dynasty glow with more dazzling light. Therefore, in order to inherit the 

classical furniture of the Qing Dynasty, it is necessary to put forward three ways of imitative inheritance, innovative in-

heritance and educational inheritance, which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inheriting the 

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Chengdu and realizing the contemporary economic, artistic and cultural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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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 后一个专制主义集权王

朝，有着深厚与广泛的文化认同，而华丽的古典家具

正是满清贵族统治阶级的聚合产物[1]。宫殿与王府室

内的装修和陈设，甚至不同类型的工艺饰品装饰手法

与风格都已进入一个注重装饰形式的时期，造型简

洁、轮廓简练的明式家具已不能满足清代贵族们的审

美需求，所以清代家具在装饰风格、造型乃至用材方

面都远超明朝家具，这不仅表现出满清贵族阶级具有

更高的艺术审美能力，还是贵族阶级身份的象征，彰

显了满清贵族阶级的精神荣耀，也是独特的政治和文

化心理的形象写照[2]。清代老成都“昌福馆街”便是

整个西南地区贵族购物与休闲之地，同时也是成都商

业的发源之地。据《成都街巷志》记载，“昌福馆街”

为清代规模 大的集美食、金银配饰售卖以及茶楼客

栈等于一体的商贸场所，素有中国“美食和银匠一条

街”之美誉。历史沿革了数百年，曾经的昌福馆街被

如今的“春熙坊”所取代，幸而多数古典家具被保留，

通过实地调研成都春熙坊内的清代古典家具，发现许

多家具表层雕饰与油漆较为清晰、完整，且造型烦琐

复杂，与明式家具的装饰大相径庭。因此，本文基于

设计学的研究视角，分析春熙坊内部空间中清代古典

家具色彩、造型、材料等方面的装饰特征，并探讨所

蕴含的文化特征，为今后成都地区清代物质文化遗产 
 

的传承与保护提供有力的学术指导。 

1  春熙坊历史背景及其晚清古典家具现状 

1.1  春熙坊历史背景概述 

“春熙坊”在清代被称为“昌福馆街”，曾是中国

西南地区首个贵族专享的购物、住宿等综合性的商贸

之地。根据《成都街巷志》中的记载，1900 年至 1999

年，著名本土出版家与实业家樊孔周在卧龙桥创办了

昌福印刷公司，之后因樊孔周被军阀刘存厚的部下所

害，昌福印刷公司也因此倒闭，而厂址亦变成“昌福

馆街”[3]。20 世纪末，昌福馆旧址处建起了商场，许

多达官贵族频繁来往，商人从中发现商机，他们便大

量收购旗人的家产，这里便形成了“仅限满清贵族来

往”的局面，之后昌福馆街售卖金银首饰与美食的铺

面也迅速兴起，此为成都清代昌福馆街被誉为“美食

和银匠一条街”的历史由来。现在的昌福馆街，即春

熙坊（见图 1），于 2013 年建成，位于成都锦江区总

府路，被称为“清代穿越之街”，真实还原了百年前

老成都的传奇聚集地，开启了成都历史文化新地标。

春熙坊的建筑外观采用清代传统风格，体现了成都现

代商业的起源，坊内保留了满清贵族与汉族上层阶级

的古典家具，具有深层、神秘的装饰价值与文化价值。 

  
 

图 1  成都总府路“春熙坊”建筑外观与室内空间（清代昌福馆街原址） 
Fig.1 Architectural appearance and interior space in "Chunxifang" on Zongfu Road, Chengdu  

(the original site of Changfuguan Street in the Qing Dynasty) 
 

1.2  春熙坊清代古典家具遗存现状 

根据春熙坊的前身“昌福馆街”所建时间与遗存

家具外观，可清楚判断春熙坊内所摆设的多数古典家

具属于清朝末年时期，为满族贵族阶级与少数汉族上

层阶级所用。通过考察发现坊内所遗存家具的保存状

况良好，整体家具的装饰较为完整，彩漆与雕刻纹饰

清晰可见。从家具民族类型上看，主要分为满族家具、

汉族家具以及佛教家具等三种类型。豪华的古典家具

数量超过 40 件，主要包括马车、梳妆台、桌椅、罗

汉床、衣柜、坐榻、床榻、洗手台等（见表 1），从

表中的清代古典家具节点图示中可以清楚看到自然

类的树枝、花鸟、动物与人文类的楼梯、宝剑等木雕

图纹，表现出满清王室贵族与上层阶级对权力与地位

的追求以及较高的艺术审美能力。另外，在春熙坊内

也有一些中式桌椅，虽然部分桌椅表面木饰已脱落，

但造型独特。春熙坊内丰富多彩的古典家具可看作是

满族、汉族、佛教等多民族的文化融合，营造出清朝

独特的人居环境，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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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成都春熙坊遗存的清代古典家具调查分析 
Tab.1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classical furniture of the Qing Dynasty in Chunxifang, Chengdu 

现状实景图 名称 家具节点图示 家具装饰图案与装饰技法 

 

古典马车 

古典梳妆台 

 

装饰图案：树叶、花朵 

技法：彩漆、木雕、嵌金 

 

古典桌椅 

 

装饰图案：树叶、树枝、花朵 

技法：木雕、嵌金、彩漆 

 

古典罗汉床 

 

装饰图案：荷花、荷叶、树枝、花鸟

技法：木雕、嵌金 

 

古典衣柜 

 

装饰图案：树叶、花鸟、楼梯、宝剑

技法：木雕 

 

古典座椅 

古典坐榻 

 

装饰图案：树叶、树枝、花朵、动物

技法：彩漆、木雕、嵌金 

 

古典床榻 

 

装饰图案：树叶、树枝、花鸟 

技法：彩漆、木雕、嵌金 

 

古典洗手台 

 

装饰图案：树叶、树枝、花朵 

技法：彩漆、木雕、嵌金 

 

古典桌子 

 

装饰图案：树叶、树枝、花朵 

技法：彩漆、木雕、嵌金 

 

2  春熙坊清代古典家具的装饰特征 

2.1  对比强烈的家具色彩 

由于满族先民长期生活于偏僻、四季分明的东北

地区，气候极为寒冷，色彩对于满族人来说，可谓是

生活中的生气点缀，因此多数的满族人喜欢对比强烈

的色彩[4]。满族人钟爱“黄、红、黑、白、蓝”等五

种颜色，正如荷兰后印象派的画家梵·高所说：“色

彩自身就可以表达某些东西。”在满族人眼中，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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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意辟邪与吉祥如意，黑色是万物之源的象征，黄色

代表高贵与权力，白色代表圣洁与祥瑞，蓝色代表崇

高[5]。清王朝建立后，满族统治阶级将红、黄、黑等

色彩元素应用于王室生活器具的装饰设计上，比如在

室内的家具设计上，红、黄、黑等色彩为满清贵族统

治阶级的居住空间增添了活力，同时也给清朝增添了

神秘的色彩[6]。据实地考察可知，成都春熙坊入口处

的双人坐榻（见图 2）就是曾经由满清贵族所使用的，

此坐榻体型较为庞大，设计对称，其 大特点是在于

色彩的大胆运用。坐榻上半部分以黑色为主，下半部

分以红色为主，形成强烈的“红”“黑”对比，另外，

在两个靠背镶嵌着许多金黄色的花纹，使整个坐榻展

现出强烈的视觉冲击与装饰韵律，显露出满族统治者

尊贵的气质，清代贵族通过家具的装饰色彩展现出自

身独特的审美水平[7]。可以说，满族传统色彩与家具

装饰设计的结合，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清代家具装饰

的艺术审美性和时尚性。 
 

 
 

图 2  春熙坊清代满族王府古典坐榻 
Fig.2 Couch of Man royal residence of the  

Qing Dynasty in Chunxifang 
 

2.2  雄壮烦琐的家具造型 

昌福馆街曾是专向满族贵族售卖金银首饰与美

食的商业街坊，街坊内的家具作为商铺展示与使用的

器具，以高端、华丽、复杂的形态呈现出满清贵族阶 

 

级的商贸交易与审美情趣[8]。满族人的生活家具大都

具有体量大、厚重的形态特色，也使清代家具的造型

比明代家具更为雄壮、烦琐、宽大，春熙坊室内厅堂

的罗汉床，卧房的洗脸架（见图 3）装饰设计极为复

杂，特别是在洗脸架顶部，融合了莲花形状、藤条形

状、龙纹形状等多种类型的装饰造型。清代贵族家具

的装饰造型烦琐的原因是源于清代贵族吸收了传统

浅、深浮雕、平凸、镂空、镶嵌等技法，甚至参照了

20 世纪欧洲古典家具的装饰形态，在此基础上进行

了变通与融合，实现形态的集大成，达到“无功不精”

的程度，为奢华的家具装饰效果的实现提供了保障，

罗汉床的雄壮与洗脸架烦琐的装饰造型成为春熙坊

内的视觉亮点[9]。 

2.3  严谨考究的家具材料 

因满族先民来自寒冷的东北地区，该地域的经济

较为落后，使得满人极为向往物质条件丰富的富裕生

活。在清王朝建立后，许多满清贵族间斗奇夸富成风，

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都反映在家具的制作上，对于

家具材料的选择都十分讲究[10]。在材料选择上，要求

材质无疤，无标皮，色泽务必均匀，推崇色泽深、纹

理细腻的珍贵硬木，尤以“紫檀”为首选，其余的红

木、铁力木亦有，且在使用木材时讲究清一色，各种

木料必须分开使用，不能相互掺用。据考察，春熙坊

内的紫檀木家具至少有 20 余件，包括坐榻、扶手椅、

罗汉床、卧床等（见图 4），虽然留存时间已久，但

是家具表面的植物纹依然清晰，体现出清代工匠精湛

的工艺；在客栈床榻旁边安置了一把扶手椅，椅子表

面十分光滑，椅背上的木雕纹饰融合了植物与鲜花两

种图案，其形态极其复杂；正方形桌面四条棱边经过

匠人仔细打磨处理，使方形桌面的棱边光滑，不易碰

伤人。优质的硬木材料在满族家具上的装饰应用成为

清代贵族们的传统，并且深扎根于满族贵族阶级的生

活之中，满清贵族古典家具材料选择严谨，构成了满

清贵族古典家具独有的装饰特点，是历代家具所不能

比拟的。 

   
 

图 3  春熙坊造型烦琐的清代古典罗汉床、洗脸架、桌子、座椅 
Fig.3 Classical arhat bed, washstand, table and chair in cumbersome shapes  

of the Qing Dynasty in Chunxi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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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春熙坊清代古典床榻 
Fig.4 Classical beds of the Qing Dynasty in Chunxifang 

 

3  春熙坊清代古典家具的文化特征 

3.1  满族的萨满文化 

“萨满” 早出现在南宋的《三朝北盟会编》中，

是女真语，特指“巫师”一类的人，它不仅是凝聚满

族心理的一种手段，还强化了清朝皇族间的血缘亲

情 [11]。 早的满族先民因自然环境恶劣，生产力又

严重受限，使上苍成为满族先民的精神寄托，而“巫

师”作为人与上苍的中介者，可通过做法将人的愿望

转达给上苍，因此，“祭祀”成为了满族人民的日常

活动[12]。在满族的居住环境方面，因生活在东北地区，

冬季气候既寒冷又漫长，导致满族人的生活起居和社

会活动多习惯于在室内进行，靠窗必放置暖炕，从而

限制了很多家具的移动，固定的室内空间布局逐渐形

成了满族人民尤为注重家具对称的审美情趣[13]。在清

朝建立后，统治阶级对原信仰的萨满文化并未随之抛

弃，而是加以延续与传承，将萨满文化与宫廷家具装

饰艺术相互融合。 

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世，疆域辽阔，四
方来朝，具有丰富的资源和雄厚的财力，让满清统治
者们与汉族上层社会更倾心家具的恢弘气派，并根据
厅堂、书斋和卧室的不同需要量屋设计，很少再做移
动，故多数室内家具的体积和重量不断膨胀，为清代
家具装饰造型、材料及工艺设计埋下了伏笔。在萨满
文化兴盛时期，清代老成都的昌福馆街，即今日春熙
坊内的多数清代古典家具也是由当时满族贵族雇工
匠专门设计的。根据实地观察，春熙坊内部老成都客
栈入口处的硬木柜台虽然较为陈旧，但是柜台上的金
属浮雕都是工匠用纯金饰条做成的花边，不仅展现了
满族对萨满图腾的崇敬，还从整体上提升了柜子的美
观性，是萨满教的宗教信仰与装饰艺术的完美结合。 

3.2  汉族的儒家文化 

为了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满清贵族必须借鉴汉

族的儒家文化，以此实现稳固统治目的[14]。儒家文化

由春秋时期孔丘所创，是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的文

化流派，其中忠、孝、仁、义、礼、智、信等思想对

满族产生了深远影响[15]。在清军入关前，满族社会仍

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的水平上，大量满族贵族与汉人

间一直存有民族隔阂，但统治阶级又因政治统治的需

要，非常渴望对儒家文化的汲取，而儒家文化作为汉

文化的核心代表，正好能为满族与汉族交融提供有利

条件，为满清政治教化提供思想基础。清军入关以后，

满清贵族们便开始采取广招文人儒士，开科举、兴办

学校、订条规等一系列政策，从此“仁”与“德”让

满清百年昌荣，远远超过汉人统治的明朝[16]。 

随着满族文化与汉族儒学的长期交融，满族人与

汉族人的相处也逐渐融洽，贵族阶级将汉族的家具艺

术体系引入满族家庭与公共空间之中[17]。这点可从春

熙坊内部家具的摆设方式与家具装饰图纹上发现，走

廊处摆放的供客人们休息的桌椅皆是按照汉族传统

“两椅配一方桌”的组合模式进行布置的（见图 5），

中轴对称的布置形式乃儒家思想“以中为尊”等级观

念的真实体现，走廊中式靠背椅的靠板上有中式回形

纹的木条装饰，此为汉族传统装饰图纹，种种痕迹都

是满族贵族汲取汉族儒家文化的有力证明，展现了满

清贵族对汉族家具布置体系的高度认可。 

3.3  藏传的佛教文化 

早期的满族人与佛教已有了密切接触，在后金时
期的满族建筑艺术与家具艺术上有所体现。根据文献
记载，康熙三十六年，清王朝建立宗教管理制度，佛
教的诵经成为了王室的日常活动[18]。在宫廷中设立
“中正殿念经处”，清宫的中正殿是佛堂区的统称，
是专门进行满清皇室佛教事务之地。整体建筑以中正
殿为核心，其余的建筑还包括香云亭、宝华殿等，定
期在各佛殿举行各种皇家佛事活动。殿内装修极为考
究，经卷、佛像、屏风等陈设种类繁多。在满清时期，
成都地区人口逐步恢复，统治者意识到佛教在政治上
同样具有积极作用，于是统治者大肆宣扬佛教为政权 

服务，在统治期间，满清统治者们将佛教与宗室相互

结合，形成统治政策，体现在朝政的不同细节中[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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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春熙坊中式桌椅组合 
Fig.5 Chinese table and chair combination in Chunxifang 

 

在该政治体系的影响下，佛教思想逐渐渗透到满清王

府与社会的各个阶层中，每一位清朝官员将佛教信仰

深深烙印在心里，且无论是哪个民族，来自哪里，只

要是任官于清朝，官至一定级别，必须佩戴佛珠，即

“朝珠”，所以这便是藏族与满人称大清皇帝为老佛

爷的历史由来[20]。 

佛教与满清政权结合施行，既促进了满清贵族与

其他民族的和睦发展，也推动了蜀地文化的交流与发

展，更为满清政治局势的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佛

教文化彻底融入满清贵族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春熙

坊外厅展柜旁边放置的佛教香炉，其造型区别于普通

的莲花型香炉，充满着神秘的地域特色；另外，如春

熙坊老成都客栈过道拐角处放置的接引佛木雕屏风

（见图 6），屏风中心是一个大佛浮雕，在中心大佛

像浮雕左右两侧也配有多个小佛浮雕作为衬托。从雕

刻技术上看，大佛像的雕工技术极为精湛，无论是头

部、脸部、关节还是服饰纹的雕刻都十分精细，是极

具地方特色的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作为室内空间的装

饰，更凸显了满清贵族对佛教的信仰与崇敬。 
 

 
 

图 6  春熙坊木雕佛像屏风 
Fig.6 Wood carved Buddha screen in Chunxifang 

4  春熙坊清代古典家具的传承途径 

4.1  清代古典家具的仿制传承 

仿制既是传承的基础，也是创新的前奏，许多传

统工艺都是通过一代代工匠不断仿制才得以传承的。

此处的仿制，与“文物复制”非同一概念，文物复制

以牟取商业利益为目的，将其以假乱真放置在消费市

场中；本文所讲的晚清古典家具仿制，乃是强调晚清

古典家具制作工艺的重复，传承满清贵族的统治精

神，延续萨满文化血脉。例如，云南省孟连傣族拉祜

族佤族自治县的孟连宣抚司署，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

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孟连宣抚司署内部

遗存的“宝座、梳妆台、蚊帐”等土司家具，便通过

仿制之法，不但仿出了传统土司家具的原始形态，

重要的是完整地传承了云南孟连土司文化[21]。因此，

成都春熙坊内清代古典家具仿制可分为三个方面：第

一，清代古典家具的形态仿制，要仿出清代末年时期

满族家具的神韵，烦琐复杂的造型艺术是满清贵族的

审美表现；第二，清代古典家具的色彩仿制，成都春

熙坊内多数古典家具的色彩对比强烈，在色彩仿制过

程中，注意契合萨满教的色彩文化，即“红色是吉祥

的象征，黑色是万物之源的象征，黄色是权力的象

征”；第三，清代古典家具的用材工艺仿制，无论是

坐榻、洗脸架、床榻、桌子等古典家具表面的木雕工

艺、镶嵌工艺或是彩漆工艺，每一步都应该充分表现

出清代家具的装饰艺术精髓。 

4.2  清代古典家具的创新传承 

创新能给文化遗产传承注入新的活力，促进社会

发展。在清代古典硬木家具制作技艺的传承方面，清

代工匠在传承明代榫卯工艺的同时，根据满清皇室及

统治阶级的审美情趣，在材料、造型等方面进行了多

处创新，形成了厚重、大气、华丽的清代硬木家具特

色[22]。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

快速发展，社会群体产生了强烈的求富与快富意识，



334 包 装 工 程 2023 年 3 月 

 

对曾经技术难度高与制作时间长的家具已无兴趣，所

以对于春熙坊清代古典家具制作工艺的传承，让创新

成为了必然趋势。对成都春熙坊内清代古典家具的创

新传承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制作手段的创新，

为了提高效率、减轻工匠的劳动强度，清代古典家具

的制作可以采用半机械化的方式，如古典家具的表面

抛光处理；第二，制作材料的创新，传统的清代古典

家具都是以“紫檀”“红木”“铁力木”等珍贵的自然

材料为主，而这些材料已被列为国家保护野生植物，

如今已没有自然出产。但可将其与紫檀、红木等木纹

相似的实木材料结合，表现出清代古典韵味与现代的

装饰气息，从而吸引现代的大众群体；第三，色彩与

纹饰的创新，清代古典家具的色彩对比强烈，纹饰烦

琐，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群体的观赏与使用需求，工匠

们可将色彩柔和化，简化纹饰线条，或者通过与现代

装饰图纹进行组合，如此便可做到与时俱进。 

4.3  清代古典家具的教育传承 

正所谓“保护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

至关重要”。教育传承主要包括两种方式，第一种是

传统、 直接的师生传授方式。在历史上，各种王

室古典家具工匠的制作技艺大都是通过拜师学艺的

方式进行的，师傅亲自演示，学生仔细学习， 终使

各种古典家具制作工艺的真传世代繁衍；第二种方式

是教育培训。例如，在成都地区的高校或者相关培训

机构中开设清代古典家具保护与传承的专业课程，另

外，也可在旅游博物馆、文化宫开办专门的清代家具

工艺培训班，专门培养专业的技术人才。2017 年 3

月，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

划》，把“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队伍”与“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明确为振兴传

统工艺主要任务的一部分[23]。由此说明，当前我国极

其重视“教育传承”的发展。对传统古典家具制作工

艺进行教育传承研究，总结人才培养经验，有助于提

高文化遗产的传承能力，增强清代古典家具制作工艺

的生命力。 

5  结语 

清代古典家具的形成历程如朝代更迭，创世开

拓，盛世怒放，经由战争、火灾、人祸而 终保留下

来，是典型的文化遗产与艺术珍品，在如今的社会中

显得尤为珍贵，并且作为中国清代文化的缩影，承载

着深厚的文化基因。清代古典家具作为统治阶级表达

情感的物质载体，是满族人情感抒发与诠释的重要途

径， 终成为人类情感体验以及记忆永存的实体。笔

者通过总结分析春熙坊内清代古典家具的装饰与文

化特征，充分理解了清代家具与明代家具设计的区

别。清代家具多依上层统治者之审美而制，因而务秾

华富丽之装饰，崇雍容华贵之气韵，以彰显富丽堂皇

之皇家气派，其独特的装饰造型与艺术魅力可供人品

鉴赏读，从而以其独特韵味与丰厚内涵傲然屹立于世

界艺术之林，时至今日，其艺术魅力依旧不衰。同时，

从清代家具设计上也能感受到满人从游牧民族到一

统天下的雄心气魄，以及不断追求富贵的世俗作风。

如今在市场上，现代、后现代、欧式、东南亚以及地

中海等各种风格的家具比比皆是，深受人们的青睐，

然而对具有深厚历史价值的清代家具却往往被大众

遗忘，即便政府推出各项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也未能

引起人们的注意。春熙坊内的清代古典家具能让到访

游客近距离认识并接触清代贵族们的生活器具，认识

清代家具的艺术与文化魅力，是当代不可替代的历史

资源与中华人民之文化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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